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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通史》为台湾著名历史学家傅乐成教授领衔主持，邀集门下五位史学俊彦共同撰写而成，
是台湾乃至中国史学界不可多得的通史类著作。
　　全书所述史实上起旧石器时代，下讫清帝退位，按朝代顺序记述，由五位青年学者分别著述其学
之所专的部分：《先秦史》，由萧璠著，记述了中华文明诞生到春秋战国这一阶段的历史；《秦汉史
》和《魏晋南北朝史》，均由邹纪万著，分叙了秦始皇统一六国到东汉末年农民起义以及魏蜀吴三分
天下到南北朝对峙局面的结束这两个时段的历史；《隋唐五代史》，由傅乐成教授亲自撰著，为隋重
启统一盛运到后周灭亡，此三百余年间的历史；《宋辽金元史》，由王明荪著，所叙为从北宋统一全
国到元帝国的衰亡，其间几朝的历史；《明清史》，由姜公韬著，叙述了明建国到满清康乾盛世国势
转衰这段历史；《近代史》，由段昌国著，记叙了鸦片战争前后到辛丑条约签订这一中国沦为半殖民
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
　　全书每卷十余万言，共九十余万言。
书中运用了一些文言文词句，表达简洁通畅，读之如饮醇酿。
且每位著者对书中所述历史事件及人物均有自己独到精辟之见解，贵在不人云亦云。
此外，这套简体版的《中国通史》还配了多幅珍贵的史料插图和战争地图，以便于读者更直观地了解
历史全貌。
　　本书刊行于1978年，成书之后即在话语圈里产生巨大影响。
时至今日，仍是不少史学爱好者的案头必备之书，一些高校亦将其作为常用教材，甚至有学者亦能从
中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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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傅乐成(1922～1984)，傅斯年之侄，字力更，号秀实，山东聊城人。
著名史学家。
1940年考入昆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
后赴台湾，执教于国立台湾大学。
1956年赴美国哈佛大学深造，获得博士学位。

　　在任教的十几年中，傅教授除在台大授课外，还在同仁、辅仁、淡江等高等院校讲课，并兼任中
兴大学文学院院长，主持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的博士班和秦汉史研究室的工作，治学严谨、平易近人
，对秦汉、隋唐史的研究颇有建树。
他一生著述甚丰，皆为史学论著，影响较大的有《秦汉史论文集》《隋唐五代史》等。
他的史学论著有的被译成英、日、韩等国文字，是台湾、香港、日本、韩国及东南亚高等学府学习中
国史的必读之书。

　　傅乐成终身未娶。
关于傅先生的感情问题，有这样一个“典故”。
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春天，殷海光在南京《中央日报》社任主笔，与在“中央图书馆”任职的傅乐成
交往甚笃，且谈锋如昔。
当时“异常放荡怠惰”（傅自语）的傅乐成结识了一位美丽的小姐，对她极为爱慕，却难撷其芳心。
有一天，殷海光在傅乐成的宿舍里聊天，正好那位小姐也在场。
当时殷海光兴致勃发，大谈时局，口若悬河，那位小姐在一旁听得出神。
殷海光走后，傅先生爱慕的小姐对他说：“假如你有殷先生那样好的学问，我一定嫁给你。
”傅乐成受不了这番“刺激”，决心翻译一部英文的西洋史以示自己的进取之心。
后来那位美丽的小姐还是没有嫁给他，但若干年后，从耶鲁学成归来的傅乐成写出扛鼎之作《中国通
史》，被誉为“不可忽视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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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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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李鸿章曾经师事曾国藩，淮军也是模仿湘军的体制，但是彼此之间大为不同。
这与他们两人的出身背景、治学经历都有关系。
曾国藩是湖南湘乡人，出身农家，历代以耕种传世，数百年来，都没有出过科举中人。
他的祖父曾玉屏，是个讲江湖义气的男儿，年轻时常跟一帮花花大少在湘潭街市上奔驰吆喝，深受家
人嫌弃；但是到了三十五岁却幡然大变，开始专心农事；对早年辍学不读的荒唐生活，更引为耻辱，
因此四处征聘通才宿儒到家中来讲授。
国藩的父亲曾麟书受此影响，积苦力学。
但是曾玉屏求好心切，反使得曾麟书战战兢兢，不易学成，在科考途上，屡遭败绩，直到四十三岁，
才勉强补个秀才。
他只好放弃功名之念，把希望寄托在自己的五个男孩身上。
曾国藩便是出身在这样的背景中。
李鸿章则不同，他是名门之后，诗书传家，恒以博取功名为念，因此没有曾国藩那种厚重朴实的农人
气息，以及“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的历练。
曾国藩字涤生，排行老大，下有国潢、国华、国荃、国葆四个弟弟。
祖父的殷殷垂望，父亲的未酬壮志，他一肩独挑。
八岁时，入父亲所设的乡塾读书。
曾麟书考场失意，对国藩却悉心指导。
天不亮，父子俩就起床温习功课；夜晚就寝时，还把书放在枕边，重问白天的疑惑，答对了，弄通了
，才能入睡。
后来能够青云直上，幼年扎实的根基是一大原因。
在湘乡私塾苦学十二年，曾国藩转入书院，更加努力向学。
道光十八年（1838），他以二十八岁之年，高中进士，入选翰林院庶吉士，在文人荟萃的北京，追随
在甚负时望的唐鉴、倭仁等大儒之后，眼光胸襟因之一变，从八股文的牢笼中跳出，逐渐走向经世致
用的大路，开始有“民胞物与”的胸怀，立志成就“内圣外王”之业。
他跟随唐鉴学得义理之学，但不只是局限在宋朝理学独善其身的小天地里，还要上追诸葛亮、范仲淹
兼善天下的抱负；他私淑姚鼐的古文义法与考据学，但不只是在许慎、郑玄、杜佑、马端临的旧说里
抱残守阙，更要跳出来兼摄顾炎武、黄宗羲那种“守先待后，舍我其谁”的壮阔心怀。
他得好友刘传莹的帮助，获得了“上究天人之际，下通古今之变”的历史眼光，因此能超越一般俗儒
、腐儒的境界，自创天地。
他关心的事物有十四宗：官制、财用、盐政、漕务、钱法、冠礼、婚礼、丧礼、祭礼、兵制、兵法、
刑律、地舆、河渠，由此可看出他眼光的周全。
他的志向有二：大者行仁义于天下，使凡物各得其分；小者行道于妻子，立不悖之言，以垂教于宗族
乡党。
前者在清政府统治下，他当然不敢妄求，因此他立志努力的是后者。
他仿效道学家倭仁“每日自朝至寝，一言一动，坐作饮食，皆有劄记。
或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检者，皆记出”的理学功夫，咬牙苦修，若有犯错，便痛骂自己“可耻”
“欺名盗世”“真禽兽矣”。
他学得道学家的坚忍，却不曾受羁于道学的迂腐，这是他高于倭仁的地方。
他又摒去藻饰靡软的诗文词曲不读，一心一意钻研经史义理，“刚日读经，柔日读史”，一句不通不
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通明年再来，他这样硁硁力行，息息格物，便是为了要“立不悖
之言，垂教于乡党”。
京城十三年，他的仕途生涯虽然风显一时，却无意浮沉宦海；尤其在咸丰皇帝即位，太平军已逐渐崛
兴时，他曾上书“备陈民间疾苦”，不为皇帝接纳，遂想归养家乡，实践抱负。
咸丰二年（1852），他受命为江西正考官，行至安徽接到母丧消息，丁忧回籍，没有想到他一生的事
业却在这时起了绝大的变化，竟然真的能跳出程朱之外，上追诸葛亮、范仲淹而成就“澄清天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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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
因为他具备了十三年居敬存诚的修养功夫，已自创出一套兼采众说的学问系统，所以他在功名场中，
有进退，有操守，能够澄心定虑，转危为安。
李鸿章则志在扬名显世。
年未二十五，便得中进士，入词馆当编修，少年得志，意气洋洋；不满五年，又奉命出京，回乡办理
团练，此后一直在戎马倥偬中度过；咸丰九年（1859），投效曾国藩幕下。
他不像曾国藩得到那些理学大师的熏陶，也没有畏友切磋， 建立深厚的学问基础，更没有功夫闲暇去
修身养性，反躬自励，正如梁启超说的“不学无术”，只是争逐名利。
曾国藩说他“拼命作官”，真是一针见血之论。
近代第一个留美学生容闳回国后，因缘际会得在曾、李幕下做过事，他曾说：曾国藩不滥用威权，财
权在握绝不闻其侵吞涓滴以自肥，或肥其亲族，因此身后萧条，家人清贫如故。
而李鸿章死后却有私产四千万遗给子孙。
从这件事情上，就可以看出曾、李二人操守，为人判然有别。
曾国藩每天有十二条生活规律：主敬、静坐、早起、读书不二、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知其所
无、月无忘其所能、作字、夜不出门，时时鞭策自己，毫不懈怠。
李鸿章到江西投身湘军时，“师事国藩”，把这些规条学去了不少，因此他也不论冬夏，五时即起，
每晨临摹兰亭一百字，但是，养性的结果，“精悍之色，露于眉宇”，练字的结果，“筋多于肉”，
显然并未到家。
他除了对曾国藩执礼甚恭外，待人接物，常流露傲慢轻侮之色。
居高位时，乍一起床，便打声哈欠，伸一只手去穿袍服，伸一脚去穿鞋袜，仆从不敢稍迟半分，充分
显现其官僚习气之深，丝毫没有曾国藩那种朴实厚重的农人气息。
两人性情如此悬殊，他们手创的湘、淮军，自然表现出明显不同的风格。
不过，曾国藩对李鸿章还是相当赏识，夸他“宏才远志，是匡济令器”，因此追随曾国藩的三年之中
（1858 ～ 1860），频受重用与爱护。
修身养性方面，虽不如曾国藩勤恪，但治事方面，倒也学到“案无留牍，门无留宾”的作风，对于他
后来的飞黄腾达是有力的帮助。
然而，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曾国藩则不免守旧而迂阔，李鸿章却能得风气之先。
曾国藩究竟是典型的传统派，处身在世界舞台上的中国，过分守常而不知变通，尤其在勾心斗角的外
交场合中，仍然坚守诚信的原则，陈义过高而不切实际。
李鸿章则早已看破帝国主义“阳托利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因此折冲樽俎之间，纯以利害手腕相
周旋，重视现实而不侈谈理想。
他到了上海之后，眼界大开，看到“轮船电报之速，军器机事之精，炮弹所到无所不摧”，感觉到中
国已步入“数千年未有之变局”。
他这种眼光已超越了曾国藩的见识，是过渡期士大夫的典型，自有他的另一番成就。
总之，曾、李二人，都是晚清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一个代表的是传统保守派，一个代表的是现代
过渡派；与他们息息相关的大清帝国，也摇摆在这两派不同的路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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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通史(套装全7册)》由九州出版社出版。
全新修订版，改正了前一版中若干错误。
台湾继钱穆之后最有成就的历史学家傅乐成领衔主持。
台湾、香港地区以及东南亚一带最为畅销的中国通史普及类著作首次引进大陆。
傅乐成先生主编的这部通史，是由他牵头，组织六位台湾史学界第一线的青壮年俊彦编写的。
每个人都是学有专攻的史学家，按自己的研究领域，撰写自己精熟那部分，最后由傅乐成先生统稿。
每本都是名副其实的著作，不像我们这边仅仅是编写。
应该说，这套通史的作者，各个文笔俱佳，学、才、识三者足备。
书成之后，在话语圈里，影响巨大，长期以来，既是爱好者的案头书，也是大学的常用教材，一些研
究者，也能从中得到教益。
有人说，这套书是典型的台湾国语，保留了文言文的古意，因此，读来如饮醇酿。
其实，在我看来，这套书最大的特点，是有见地，不人云亦云。
叙述简单、干净，能把很复杂的事情，三言两语道个明白。
不是在史料里浸润多年，看过不知成亿字的资料，断不能为此。
　　——张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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